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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场所不得滥用人脸识别技术？
根据此次出台的司法解释，在宾馆、商场、银

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

共场所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使用人脸识别技

术进行人脸验证、辨识或者分析，属于侵害自然人

人格权益的行为。

物业可以强制业主“刷脸”吗？
“小区物业强制要求居民录入人脸信息，并将

人脸识别作为出入小区的唯一验证方式，这种行为
违反‘告知——同意’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公布

进出小区必须“刷脸”？
最高法对滥用人脸识别“说不”

经营者使用“无感式”人脸识别技
术悄悄采集消费者人脸信息、物业强
制将人脸识别作为出入小区的唯一验
证方式……近年来，人脸识别技术在
社会生活中得到广泛运用，与之而来
的纠纷也日益增多。28日公布的《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
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进一步明确这些
热点问题的适用法律，为维护个人信
息安全增添保障。

关注 1
经营场所不得滥用
人脸识别技术

前不久，一则消费者“戴头盔看
房”的新闻，引发舆论对经营场所滥用
人脸识别技术的担忧。

据悉，随着“无感式”人脸识别技
术的不断成熟，一些商家在未经同意
的情况下擅自采集消费者人脸信息用
于营销分析，也带来了个人信息泄露
的新风险。

“上述行为严重损害自然人的人
格权益，侵害其人身、财产等合法权
益，破坏社会秩序，亟待进行规制。”最
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万明说。

根据此次出台的司法解释，在宾
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
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违反
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使用人脸识别
技术进行人脸验证、辨识或者分析，属
于侵害自然人人格权益的行为。

但是，如果是为维护公共安全，依
据国家有关规定在公共场所使用人脸
识别技术，以及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或者紧急情况下为保护自然人
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所必需而处理
人脸信息，这些情形不构成侵权。

杨万明表示，强化个人信息司法
保护，符合人民群众所急所盼，也是人
民法院的工作重点。最高人民法院将
持之以恒抓好个人信息司法保护各项
工作，促进信息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
用，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关注 2
线上平台和应用软件

不得强制索取用户人脸信息

生活中，一些线上平台和应用软
件在用户注册时，通过一揽子授权、与
其他授权捆绑等方式强制索取用户人
脸信息，不同意就不提供服务。

针对这一问题，最高法司法解释
在民法典有关规定的基础上，明确“单
独同意规则”“强迫同意无效规则”两
大处理人脸信息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
陈龙业表示，由于人脸信息属于敏感
个人信息，有必要设定较高标准，以确
保个人在充分知情的前提下，合理考
虑对自己权益的后果而作出同意。因
此，信息处理者在征得个人同意时，必
须就人脸信息处理活动单独取得个人
的同意，不能通过一揽子告知同意等
方式征得个人同意。

“自愿原则是民法典的基本原则
之一，特别是对人脸信息的处理，不能
带有任何强迫因素。”陈龙业认为，如
果信息处理者采取“与其他授权捆绑”

“不点击同意就不提供服务”等做法，
会导致自然人无法单独对人脸信息作
出自愿同意，或者被迫同意处理其本
不愿提供且非必要的人脸信息。

关注 3
不得将“刷脸”

作为业主出入的唯一验证方式

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小区引入人
脸识别系统，用“刷脸”代替“刷卡”，未
经识别的业主不得进门。

物业可以强制业主“刷脸”吗？
最高法司法解释明确，物业服务企业
或者其他建筑物管理人以人脸识别
作为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出入物业
服务区域的唯一验证方式，不同意的
业主或者物业使用人请求其提供其
他合理验证方式的，人民法院依法予
以支持。

“小区物业强制要求居民录入人
脸信息，并将人脸识别作为出入小区
的唯一验证方式，这种行为违反‘告知
——同意’原则。”最高人民法院研究
室副主任郭锋说，小区物业对人脸信
息的采集、使用必须依法征得业主或
者物业使用人的同意。对于不同意
的，小区物业应当提供替代性验证方
式，不得侵害业主或物业使用人的人
格权益和其他合法权益。 据新华社

让公众不再
为自己的“脸面”担忧

□罗沙 白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
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28日公布，保护每
个人的“人脸”安全，维护你我人格权益，
从此有了一部重要的司法解释。

随着信息技术发展，人脸识别技术越
来越广泛地应用在移动支付、安保等领
域，甚至开始渗透到百姓生活方方面面，
给个人信息保护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
有的经营场所背着消费者偷偷收集人脸
信息，有的居民小区强制采用“刷脸”进
门，甚至还有人在网上公开售卖人脸信息
……由此引发的纠纷日益增多。

作为生物识别信息，“人脸”的社交属
性强，易被采集，更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更
改性，一旦泄露危害极大。民法典明确规
定，处理个人信息应征得该自然人或其监
护人同意。要保护好“人脸”安全，完备的
法律法规体系必不可少。

从规制经营场所滥用人脸识别技术，
到明确商家不得用捆绑授权等方式强迫
用户同意处理人脸信息，再到明确不能强
制将“刷脸”作为出入小区的唯一验证方
式，最高法此次出台的规定回应社会反应
强烈的一系列问题，有望为民众维护合法
权益提供更加权威的依据。

一份来自共青团中央的报告显示，
2020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达到1.83亿，
个人信息未经允许在网上被公开的比例为
4.9%。孩子们的人脸信息泄露，影响甚至可
能伴随其一生。令人欣慰的是，此次出台的
规定明确将“受害人是否未成年人”作为责
任认定特殊考量因素，对于违法处理未成年
人人脸信息的，在承担责任时依法予以从重
从严，更有力保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人脸识别，事关人格尊严，也涉及公
共安全。为了平衡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
这份规定还明确了使用人脸识别不承担
民事责任的情形，比如为应对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等，为依法依规使用人脸识别技术
维护公共安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等
夯实法治保障。

期待有关部门严惩各种侵犯包括人
脸信息在内的个人信息违法犯罪行为，社
会各方严守法律法规、严管个人信息处
理，让人脸识别技术在法治轨道健康发
展，让公众不再为自己的“脸面”担忧。

据新华社

受德尔塔变异新冠病毒蔓延影响，
日本疫情日趋严峻，28 日新增新冠确
诊病例首次超过 9000 例，创疫情以来
新高，东京都当天新增确诊首次超过
3000例。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统计，截至
28 日 18 时（北京时间 17 时），日本新增
新 冠 确 诊 病 例 9576 例 ，累 计 确 诊
892628 例；新增死亡 8 例，累计死亡
15161例。

日本首都圈其他地区的确诊病例
28 日也纷纷创新高。神奈川县当天新
增确诊首次超千例，达 1051 例；埼玉
县和千叶县 28 日新增确诊病例分别创
新高，达到 870 例和 577 例。千叶县已
正式请求日本政府宣布当地进入紧急
状态。

虽然日本政府宣布东京都从 7 月
12 日至 8 月 22 日进入紧急状态，但受
传染性更强的德尔塔变异病毒影响，

东京都疫情愈发加剧。据日本厚生劳
动省统计分析，德尔塔变异病毒感染
病例可能占东京都近日新增确诊病例
的 77%。

尽管东京都正处于第四次紧急状
态，但由于疫情长期持续，民众特别是年
轻人已产生防疫疲劳，对感染新冠的恐
惧感减少。紧急状态期间虽然当地主要
繁华地点人流量有所减少，但减少幅度
却大大低于上一次紧急状态期间。夜间

外出者较多，不少餐饮店未遵守缩短营
业时间要求，一些地方依然热闹。

日本政府新冠疫情专家小组组长尾
身茂 28 日表示，新冠住院患者和居家
隔离的感染者都在增加，已开始出现医
疗资源紧张，大幅降低人流量和人际接
触机会，让日本全社会都有危机感非常
重要。

专家警告，日本疫情或在 8 月 3 日
达到新高峰。 据新华社

日本新增新冠确诊病例超9000例
专家警告8月初或迎疫情高峰


